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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即将过半，我市工业经济形势
如何？

6月13日，市政府召开上半年全市工
业经济形势分析会，副市长彭华松出席会
议。记者从这次会议上了解到：今年1至4
月，全市1255家规模工业企业累计完成总
产值555.38亿元，同比增长9.9%；累计规模
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7.4%，比去年同期提
高0.7个百分点，为近三年来最好开局。其
中，表现较好的三个县市区分别为：邵东县
规模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0.7%，大祥区同
比增长9.1%，双清区同比增长8%。

按照市政府的部署，下一阶段，全市将
对照全年规模工业增加值增长8%、新增规
模工业企业160家等一系列目标，狠抓“产
业项目建设年”活动，狠抓产业发展、招商
引资、企业入规、企业帮扶等工作，巩固发
展基础，优化产业结构，增强发展后劲，推
动我市工业经济再上新台阶。

工业经济运行质效趋好

实缴工业税收和工业用电量是衡量工
业经济运行质量的重要指标。1至5月，我
市两项指标均呈现增长态势。

工业企业纳税增长较快。1至5月，全
市累计实缴工业税收8.99亿元，同比增长
21.75%，其中工业增值税5.41亿元，同比增
长17.55%。

工业用电增长稳定。1至5月，我市全
社会用电量累计36.88亿千瓦时，其中工业
用电13.8亿千瓦时，同比增长14.5%。

多个行业增长势头稳定

1至4月，全市电子、轻工、食品、医药、
电力等行业主要经济指标保持稳步增长，
总产值同比增速均在10%以上。

我市机械、轻工、建材、食品四大行业
完成工业总产值443.87亿元，占全市规模
工业总产值的 79.9%，对工业经济增长的
贡献率达到86.9%。其中，汽车及零配件、
发制品、皮革箱包制鞋、打火机等8个产业
均保持稳定增长势头，总产值同比增速均
在10%以上。

园区成工业发展主阵地

目前，全市共有 766 家园区规模工业
企业。1至4月，园区规模企业共完成工业
总产值445.22亿元，同比增长13.1%，高于
全市平均增速3.2个百分点，占全市规模工
业总产值的 80.2%，拉动全市规模工业增

长14个百分点。其中，大祥工业集中区工
业总产值同比增长 41.7%，邵东经济开发
区同比增长 19.6%，新宁工业集中区同比
增长15.3%。

一批优质项目相继落户

今年以来，我市继续以“四百工程”为
总揽，狠抓项目建设。截至5月底，全市完
成新开工项目 58 个，竣工投产 39 个。其
中，珠海横琴恒生源环保设备制造、邵阳
SIM+创新产业中心、恒源五金机电等项目
已经顺利开工。

截至5 月底，全市完成招商签约工业
项目50个，其中，全国民营500强企业杭萧
钢构与南方建筑合作建设的装配式建筑产
业化基地等一批技术含量高、发展前景好
的大企业和大项目相继落户邵阳。

产值过亿元企业达122户

数据显示，1至4月，全市累计产值过
亿元的企业达122家，累计完成工业总产
值258.41亿元，占全市规模企业总产值的
46.5%，对全市规模增长的贡献为 81.3%。
其中，三一湖汽、连泰鞋业、阳光发品、宝庆
煤电等 45 家企业的总产值增速均超过
20%，增长势头较好。

1至4月规模工业总产值同比增长9.9%，1至5月累计实缴工业税收同比增长21.75%——

全市工业经济创三年来最好开局

本报讯 6月13日，邵东智能制造技术研究院正式挂
牌成为湖南省科普基地。

邵东智能制造技术研究院是一家集智能装备技术研
发、成果转化、企业孵化、人才培养与引进于一体的开放式、
网络化、集聚型公共服务平台和新型研发机构。自成立以
来，该院就以科普基地为基础，以我市青少年及企业家为主
要科普对象，围绕精益生产、智能技术、互联网+、3D打印
技术、工业4.0技术等前沿科技开展科普活动。今年，该院承
办的“昭阳智能制造大讲堂”已举办了打火机、箱包、小五金
三个专场讲座，参加活动的规模以上企业达到200余家。

今年5月，邵东智能制造科普基地成功入选湖南省第
十二批科普基地。 （刘波 邓婷）

邵东智造院成为省级科普基地

本报讯 近日，隆回高新区管委会对外发布智能制造
产业园招商计划书。该区将充分利用劳动力、水电资源丰富
以及交通便利等优势，吸引企业入园开发建设智能制造产
业园，积极推进产业结构转型升级。

据了解，该产业园项目计划总投资10亿元以上，总用
地600亩，分3期建设，第一期计划总用地面积300亩，建筑
总面积36.7万平方米，其中新建轻工业厂房2栋，建筑面积
30万平方米；新建员工宿舍4栋，建筑面积5.5万平方米。

（刘波 邹勇）

隆回打造智能制造产业园

高强冷轧带肋钢筋生产新工艺的
研发，让高华工贸的产品销量节节攀
升，也让该公司成为行业领先者。但
是，高华工贸并未停下研发的脚步，不
断优化、完善该项工艺。

在工艺技术日趋成熟的基础上，高
华工贸还不断改造升级生产设备。今
年5月起，该公司启动了第三次生产线
改造。通过技改，企业生产效率将得到
大幅提升。为确保始终处于行业领先
位置，该公司已经完成第四套生产线的
设计工作。该条生产线将真正实现高
强冷轧带肋钢筋生产全自动化，生产能
力将比此前提升3倍。

谈及未来发展蓝图，王高华介绍，
今年，在市国资委、市经信委的支持下，
高华工贸正与有关企业对接，准备联手
打造年产200万吨高强带肋钢筋产品及
生产设备制造项目，力争用2年的时间，
建设升级单机双线轧机生产线50条，实
现生产高强带肋钢筋 200 万吨和设备
200台（套）的产能目标，打造百亿元级
产业，助推我市钢材产业转型升级，使
之成为国内领先的钢铁产业集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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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人员向参观者介绍工业机器人与智能装备。

十余年间从低端经销商变为研发、制造高强钢材设备和产品的国家高新技术企业，高华工贸——

用科技创新强健产业“筋骨”

记者 刘波

6月11日上午，位于邵阳经开区湘

商产业园的邵阳高华工贸实业有限公司

车间内，数名工程技术人员正在仔细地

调试着刚安装好的一条生产线设备。该

生产线组装完毕后，高华工贸绝大部分

高强钢材产品将实现自动化生产。

十余年间，从一家普通的低端钢筋

产品经销商，华丽变身为研发、制造高强

钢材设备和高强钢材产品的国家高新技

术企业、湖南省新材料企业，高华工贸的

变化缘何而来？董事长王高华介绍，是

科技创新改变了高华工贸的命运。

2004年，王高华从邵阳县粮食局下
岗后，转行从事钢材销售。当时国内建
筑行业火爆，钢材产品供不应求，王高华
的生意迅速做大。为了不受制于人，
2006年8月，他成立了邵阳市鸿祥带筋
钢材厂，主要生产被广泛应用于建筑、市
政等工程中的冷轧带肋钢筋。

2008年的汶川地震灾害，为中国建
筑界敲响了警钟。2009年，国家颁布钢
材新政策后，鸿祥带筋钢材厂生产的冷
轧带肋钢筋因无法达到国家新标准，不
再被允许进入大型建筑市场。加上受金
融风暴影响，钢材生意一落千丈，该厂迅
速陷入困境。

危机就是转机。王高华没有举起白
旗，他马上面向全国招聘高级管理人员
和技术人才，很快吸引了马鞍山钢铁集
团的技术团队，为企业打开新的窗口，带
来新的理念。此后，该厂又陆续在中冶
华天、安徽工业大学等地招聘组织科研
团队。

2010 年 5 月，王高华在原鸿祥带筋
钢材厂的基础上，成立了邵阳高华工贸
实业有限公司。强大的科技团队很快为
高华工贸带来先进的科技成果——2011
年，成功发明了《冷轧带肋钢筋生产设备
及生产方法》；当年底，公司使用自有技
术和生产设备投入试运行，经国家建筑
钢 材 监 督 检 验 中 心 检 验 ，超 过 国 家
HRB500钢筋最高标准。

绝处逢生
尽管有了强大的科研团队，高华工

贸依然面临着一个问题：原有团队在冷
轧带肋钢筋机械设计领域缺少实践经
验。在轧制力要求、电气控制生产设备
上的问题接踵而至，企业再次面临“生
死考验”。

对此，王高华始终认为，必须坚持
强化科技研发，抢占行业技术制高点。
高华工贸投入上千万元，和国内知名专
家、科研院所开展产学研合作，并聘请
中冶华天、中钢西重等单位科研人员，
成立了邵阳市冷轧高强钢材工程技术
研发中心，专门研发高强冷轧带肋钢筋
产品生产设备和生产新工艺。

在研发团队的不断努力下，高强冷

轧带肋钢筋的一个又一个前沿科技难
题被突破。利用新的工艺技术，高华工
贸生产出的高强冷轧带肋钢筋从产品
外形到内部组织结构都有了跨越式进
步，生产出的 HSRB500、HSRB600 高
强冷轧带肋钢筋的屈服强度是原材料
的2.1倍，一旦发生地质灾难和火灾等，
高强冷轧带肋钢筋能更好地稳定建筑
设施或延长建筑物倒塌时间，最大限度
地保证人民生命财产安全；通过将不同
规格的高强冷轧带肋钢筋及建筑用Ⅰ
级钢筋（Q235）进行比较，在相同或相
近的直径下，高强冷轧带肋钢筋使用密
度明显下降，这对使用者来说，可节约
钢材40%以上，大大降低建筑成本。

创新制胜

（上接二版）
从古至今，湘商都是中国经济发展的中坚之一。目

前，海内外湖南商会已发展到 300 多家，拥有会员企业
60000多个，连接着大量资产和人才。如何依靠这股宝贵
的力量更好地促进我省经济社会发展，湖南提出了“对接
湘商会建设新家乡”开放行动，引导广大湘商回湘创新创
业，着力推动湘商总部回归、产业回归、资本回归和人才
回归，强化湘商回归服务。

近年来，湖南投资环境不断改善，但与沿海地区相比，
仍然差距明显。“对接北上广优化大环境”行动，将全面对标
北京、上海、广东等发达地区，打造国际化、法治化、便利化
营商环境，具体包括优化审批环境、成本环境、法治环境、信
用环境、创新环境、服务环境和通关环境。

五大开放专项行动如何组织实施？
为实现开放强省目标，深入推进开放崛起战略，必须坚

持问题导向，推进五大专项行动。站在省级层面，实施开放
崛起，围绕五大专项行动，将着力推进五大重点项目工程。

一是以海关特殊监管区为载体，组织实施综保区百亿
级美元项目，力争到2020年海关特殊监管区进出口总额
达到200亿美元以上；二是打造以中兴供应链为主体，一
达通、浩通等平台企业为支撑的综合服务平台，力争到
2020年综合服务平台进出口总额达到100亿美元以上；三
是以金霞保税物流中心为载体，以国际化物流体系为纽带
的跨境电商百亿级美元项目，构建中部区域性物流集散中
心；四是着力引进一批外向型实体龙头企业和加工贸易项
目，力争引进企业新增进出口额100亿美元以上；五是以
长沙为枢纽，以黄花机场、霞凝港、城陵矶港等口岸为支
撑，以航空物流、湘欧快线、江海联运、港澳直通车为重
点，整合物流形态，打造国际化物流体系。

加快推进湖南开放崛起战略，围绕五大专项开放行
动，基层政府和园区应当做好两篇文章：把湖南的产品、
产能推出去，特别是推到国外去；把域外的资金、技术引
进来，特别是把境外的资金、技术、人才引进来。

在“推出去”方面。经济新常态下，要重新认识生产
与流通的关系。随着互联网和“工业4.0”的推广，消费
和流通对生产的反作用越来越强，从某种意义上讲是消费
决定生产；要统筹兼顾内贸和外贸发展，加大内外贸融合
力度，特别是要在外贸项下实现突破，组织和引导经济实
体直接参与国际分工与竞争；要注意把“互联网+商贸流
通”这个基础性的流通业态利用好，抓好电子商务的产业
发展，全力打造跨境电商中西部地区集散中心。

在“引进来”方面。要抓住招商引资的四大热门领
域，即基础设施、园区载体、资源利用、供给侧需求，以
省委、省政府确定的20个产业链为着力点，重点对接好
国际500强、国内500强、民营500强企业，努力在产业
链提升上实现重大突破。

（省委宣传部供稿 执笔：湖南日报 周月桂）


